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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河北举办高油酸花生产业研讨观摩活动
本报讯 李杰 近日，河北省农业农村

厅在大名县举办高油酸花生产业研讨及
现场观摩会。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花
生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新友；全
国农技推广中心、河北省农业农村部门
花生产业技术干部、种业专家、种植大户
等同志参加活动。

河北省花生产区土地平整，土质沙
壤，花生生育雨热同期，收获期干旱少雨，
是全国花生优势产区和优质加工原料生
产地。目前，花生是全省第一大油料作
物、第三大农作物。2022年，花生播种面
积348.6万亩，位居全国第6位，产量92.6
万吨，位居全国第5位。其中，高油酸花生
播种面积180万亩，占比达52%，覆盖率位
居全国第一位。以高油、高油酸为特色，
全省已形成以科研单位为引领、推广部门
为支撑、龙头企业为骨干、经营主体为示

范带动的“良种培育+良种繁育+订单种
植+仓储物流+初加工+精深加工+休闲农
业+品牌培育”优质花生产业链条，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新态势成效初显。

高油酸花生育种能力全国领先。该
省是最早开展高油酸花生品种选育的省
份之一，育种实力较强，河北省农林科学
院、河北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累计培育
高油酸花生品种47个，部分品种油酸含
量达80%以上，基本满足了花生加工企业
专用化、差异化的需求。其中，“冀花”系
列已在冀、鲁、豫、辽等花生产区形成了
一定种植规模，被鲁花集团、冀中能源油
脂公司等加工企业批量利用，冀花18号、
19号被列为全国主导品种，冀花521是全
国唯一高油酸、高糖花生品种。

标准化生产基地初具规模。该省推
广“土地托管+土地入股+收入保底+盈

余分红”的经营方式，示范推广了遵化市
鲜食花生“多膜覆盖、分期播种、错峰上
市”高质高效栽培技术，新乐市高油酸花
生麦后露地夏播节水高效模式、滦州市
起垄覆膜全程机械化栽培模式、大名县
轻简高效栽培技术模式等，变传统一家
一户分散经营为适度规模经营，有力推
进了花生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
全省花生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80%，主
产区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

同时，花生加工链条逐渐完善，现有
500多家花生油加工企业，日处理量在
1000吨以上的有4家，围绕高油酸花生原
料，已生产食用植物油、裹衣花生、花生
酱等30余种产品，并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向蛋白粉、蛋白饮料、花生短肽、花生红
衣药物、花生秸秆板材等精深加工领域
发展。

本报讯 林单丹 日前，从天津市农
业农村委获悉，针对天津市局部农田
因洪水发生渍涝和作物倒伏状况，天
津市农业农村委指导相关部门做好灾
后恢复农业生产工作，要求坚持水退
人进、分类施策，做到水退一块，人进
一块，生产恢复一块。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要求全市各
级农业农村部门及时组织排水并清
理田间垃圾，在排水散墒的同时，做
好田间垃圾清理、农田清淤和土壤消
毒工作。组织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技
术人员深入基层开展指导服务，对短
期淹水和受渍农作物尚能恢复生长
的，尽快清沟沥水，除渍降湿保苗，抓
好病虫害防治；指导落实田管措施，
增施速效肥料，促进恢复生长；对退
水较迟不宜再种的田块，指导提前谋
划秋冬种结构调整。指导经营主体
在确保人员安全前提下，尽快开展基
础设施修复和重建工作。指导农机
服务组织做好排涝、地块平整翻耕和
补种改种农机具的准备工作，在地块
条件允许情况下，对受灾大田地块及
时开展平地、深松、深翻等农机作业，
确保农机作业安全，为种植秋茬作物
奠定基础。指导各相关区农业农村
部门，在受灾地块排水散墒后，因地
制宜组织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土壤监
测等工作，针对灾后高温高湿可能造
成农作物病害流行，以及草地贪夜蛾
等迁飞性害虫可能随气流北迁的情
况，加强病虫监测预警。指导种植主
体提前做好种子、农药、肥料、农膜等
农资准备，并加强农资市场供应调
度，确保农业生产需要。

本报讯 陈汝宁 人不负青山，青山
定不负人。近期，天津经开区农地复
耕项目见成效，约3930亩复耕农地农
作物出苗见绿，长势喜人。

经开区农地复耕项目主要分布在
西区和现代产业园区。西区农地复耕
项目占地面积约3570.8亩，场地基础
条件相对薄弱，原有排灌系统由于多
年的雨水冲刷造成不同程度的破缺，
整体地势低洼，场地内有大量坑塘，土
壤结构较差。为保障农地复耕顺利完
成，经开区农地复耕项目建设单位泰
达环投公司会同专业设计单位多次进
行现场调研勘察，确定复耕方案，有效
利用现有资源，用不到3个月的时间完
成了场地内围埝修缮、排灌系统修筑
以及整平、旋耕、种植等工作，确保农
地复耕复种进度。

此外，位于经开区现代产业园区
的慧谷园区农地复耕项目也在紧锣密
鼓推进中。今年6月底，慧谷园区农地
复耕项目已完成360余亩农地的土地
地表水处理、土地平整、排涝水沟槽开
挖、农作物种植等复耕工作。

接下来，经开区将扎实做好农田复
耕保障工作，积极探索生态农业与特色
旅游联动发展新模式，抓好生产与生态
结合，落实利用与保护并举，助力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泰达。

天津局部农田灾后
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天津经开区打造
宜居宜业绿色新城

本报讯 马静 陶星 乡村振兴，财力保
障是基石。今年以来，河北省石家庄市
将农业农村工作作为财政优先保障领
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支农创新
力度，全方位支持全市特色农业和乡村
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添柴加薪”。

聚焦热点难点，着力拓展财政资金
筹集渠道。财政资金素有“四两拨千斤”
之效，今年以来，市财政部门深入对接各
金融“工具箱”，构建多元投入格局，对纳
入整合范围的资金实行“大类间打通、跨
类别使用”，做到风险可控、绩效导向、监
管有力，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
放水”的投入新格局。

聚焦稳产增产，着力保障粮食安全
供给。市财政部门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
全工作，紧紧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
害”，认真贯彻落实粮食安全的各项政策
措施，加大财政扶持保障，为保障粮食安
全创造有利条件。全面落实并持续完善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支持保护政策，发挥
各项补贴政策叠加效应，有力稳定了农
民种粮收入，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强
粮农增产丰收的信心和底气，进一步夯
实了粮食安全根基。

聚焦有效衔接，着力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一直以来，市财政部门引导
更多金融资源向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倾斜。着力完善财政支农政
策，建立健全衔接资金项目库，全过程绩
效跟踪，全环节动态监管，为石家庄市乡
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撑。

聚焦高质高效，着力支持现代农业
发展。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品
牌创建是产业兴旺的抓手。今年以来，
市财政部门把培育和壮大本地特色优
势产业作为衔接资金的支持重点，积极
会同市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局等部
门，持续加大对县域内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金融支持力度，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
供服务，引导金融活水精准灌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截至目前，全市市级以上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10家，市级以上
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501家、家庭农
场842家。

聚焦宜居宜业，着力支持乡村建设
行动。聚焦“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
处理、生活垃圾治理和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示范区建设”等重点工作任务，统筹
整合各方力量，采取有力措施，深入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助力乡
村“蝶变”。

聚焦财会监督，提升资金监管水
平。按照专项资金及项目管理办法要
求，梳理资金到位和项目进展情况，聚焦
资金支付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和薄弱环
节，确保资金及时支付到位、专款专用，
打通资金监管“最后一公里”，尽早发挥
财政资金助推乡村振兴的使用效益。

石家庄大力支持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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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北
省承德市承德县
依托优质的苹果
资源，大力发展苹
果深加工产业，通
过加大研发力度，
完善产业链条，促
进苹果产业提档
升级，助力乡村振
兴。图为工人在
承德市承德县一
家果酒生产车间
里忙碌工作。

陈琦嘉 摄


